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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所论述的日本饮食，其历史的跨度上起数千年前的日本绳文时代
，下至当今的日本社会，对我们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诸种日本饮食，包括酒和茶，都有基于资料文
献的严谨叙述，同时又融入了作者自己在日本的生活体验，翔实而不乏生动。
不过《日本饮食文化》的重点不止于饮食本身，而是试图透过饮食的表象来探讨其内在的文化意蕴以
及饮食文化与其他文化领域的关联性，并试图通过饮食的分野，来揭示日本文化在与东亚大陆文化具
有密切关联的同时，也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演绎出了自己的独特性这一事实。
我们在充分认识东亚文化圈内一定的同质性的同时，也应对每一区域的文化独自性给予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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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田的八口之家的大家庭计算，每人每年的稻米消费量平均约为42公斤，若该大家庭为15口人，则人均
仅为22.4公斤，若以经营最小规模水田的四口之家计算，人均还不到20公斤，以如此的收获量，是无
论如何也无法维持日常营生的，因此，必然要补充大量的其他谷物，甚至在某些地区，稻米成了非日
常的食物11。
这一情形，到了近代也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据1919年日本政府内务省卫生局保健卫生调查室对全国各地的调查统计和学者的调查，城市居民的日
常主食中大米占到了约70％，周边居民的比率为60％左右，而农村地区只有40％左右甚至更低，后者
除了新年、重大的节日之外，纯粹的白米饭是难以享用的，日常主要是各种谷物的混杂食物，他们所
收获的稻米相当大的一部分被强制作为租税缴纳给了地主和各级政权12。
还有一项证明是，明治时代的1881年，当时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太政官颁发布告，规定监狱中的囚犯
主食的60％为麦，40％为米，在比例上，大米依然未能达到半数。
尽管如此，一般日本人与稻米之间的情结依然是很深的，由稻米衍生的食物，往往也成了日本最具民
族文化特色的物品，最早的酒类、至今仍是日本酒中最具代表性的清酒是用大米酿制的（在基督教文
化圈的西方主要是用葡萄和麦类酿制的，中国除稻米外，麦类和高粱等也是主要原料），最富有日本
特色的各色点心（和果子）几乎全都是用大米或糯米制作的，这更加深了日本民众的稻米情结。
与水稻等同时或稍后传来的还有大麦和小麦、稗、荞麦、大豆等谷物类作物，芋艿、山药等薯类作物
也较早地从东亚大陆传入列岛，16世纪后期开始，番薯、玉米等从南美经由中国或南洋陆续传到了日
本，明治以后，又从西洋传来了燕麦等作物。
可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作物都适宜在日本生长。
如今，由于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的改进，稻米的耕作已经遍布南起冲绳群岛、北达北海道大部分的区
域，颗粒圆短、富有黏性、吃口糯软的粳米成了日本人喜爱的主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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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谈的是日本饮食文化，但是我不知饮食文化该归在哪一门学科里。
饮食没有专门的学科，文化太宽泛，无法单独成立一个学科。
在传统上，大抵会将其列在历史学科里，若是饮食文化史，也许可以归在专门史里。
本书的题目是《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似乎也不算纯粹的历史著作。
若是作为一项科研成果呈递上去时，我真的有些惶恐了。
其实，读过本书之后，人们也许可以感觉到，就如在本书的绪论中所说，我的兴趣所在，是在研究日
本人和日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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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是“复旦日本研究丛书”之一，全书共分9个章节，详细地叙述了日本
饮食的起源。
描述了上古时代日本人的饮食生活；日本饮食文化的初期；日本料理的早期展开；日本料理的完成期
；日本饮食的近代化变革；现代日本饮食生活；日本的酒文化和茶文化。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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